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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稔年丰，十月的河东大地，硕果垂
枝，五谷飘香，又是一年丰收季。

汁多味美的运城苹果、甜爽可口的
王过酥梨、沁人心脾的芮城菊花、脆嫩清
甜的临猗冬枣……作为华夏农耕文明的
发源地，运城河渠横贯、沃野千里，得天
独厚的自然禀赋和悠久的人文历史，孕
育了丰富瑰丽的地理标志资源。

近年来，运城市坚持“特”“优”战略，
强化地理标志培育、管理、运用与保护，
累计注册地理标志商标43件，位居全省
第一，有力支持和推动地理标志与特色
产业、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助推区域经济
发展。

挖掘培育资源
倾力创“特”争“优”

“截至 2021 年之前，运城全市共有
地理标志31件，虽位居全省第一，但各县

（市、区）发展并不均衡，有4个县的地理
标志数量为零。”近年来，运城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运用科的工作人员有
项重要工作——每年都要抽出大量时
间，联合我市农业农村局、果业发展中心
等部门，深入田间地头，对具有“名、特、
优、稀”特征的农副产品排查梳理、登记
造册，实施一对一帮扶、点对点对接的地
理标志“清零行动”。

科长何国祥欣慰地表示，以水果、面
粉、中药材等产业为重点，通过坚持“特”

“优”战略，日拱一卒地实地耕耘，深入挖
掘、梳理全市地理标志资源，积极探索完
善品牌培育和发展工作机制，运城地理
标志荣誉册收获满满。如今，全市13个
县（市、区）均有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
商标累计注册量为43件，位居全省第一，
其中有 36 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4 件地
理标志集体商标、3 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目前，全市累计认证绿色食品225个，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32个、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42个、山西省功能农产品品牌
14个、“圳品”30个。

通过高位推动、夯实基础、搭建平

台、擦亮品牌等一系列举措，不断创新方
式方法，“万荣苹果”“临猗冬枣”“绛县大
樱桃”“芮城菊花”“平陆玉露香梨”……
一个个“叫得响、信得过”“运味十足”的
地理标志产品脱颖而出，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发展到289家。“万荣苹果”被中华
商标协会评为“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金
奖”，获批“建设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示范区”。

“数据显示，运城蔬菜、小麦、水果产
量分别占全省的27%、56%和70%，是山
西的‘菜篮子’‘粮袋子’和‘果盘子’。”运
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景
莉莉表示，要将运城厚重的资源禀赋转
化成兴村富农的神兵利器，须把地理标
志工作纳入高价值创造、高效益运用、高
标准保护、高水平管理、高质量服务的知
识产权强市建设，持续加强资源整合，促
进区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协

同发展，倾力助推乡村振兴。

丰富价值内涵
强化品牌引领

地理标志是产品名片，也是质量标
志。获得地理标志产品这一“金字认
证”，不仅是产品身份之变，也撬动了生
产方式之变、产业发展之变。

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紧抓牢这
一关键变化，以“运城品牌计划”为突破
口，深入实施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不
断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影响力、竞争力，
丰富地理标志产品的价值内涵。

为实现地理标志产品的活化运用，
运城市建立了26个具有运城特色的特色
农产品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推动建立“地
理标志产品+龙头企业+农户”的产业化
经营模式，并借助新媒体和网络传播作

用，依托特色节庆活动，开展直播带货等
网销活动，推介地理标志产品文化品牌，
以此带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生产日趋规
范化、标准化。以点带面，延伸产业链
条，积极探索一条政府引导、企业主体、
农民参与的品牌建设新路子。

品牌建设助推地标产品活化运用喜
讯连连：“万荣苹果”“绛县大樱桃”入
选“2024年山西省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项
目”；“运城苹果”“临猗苹果”“万荣苹
果”3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入选中国品牌
价值评价——区域品牌 （地理标志） 百
强榜，运城是全省唯一上榜地市，且上
榜品牌数量、位次、价值均创历史新高
……

针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重申请
（注册）、轻使用”的问题，运城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做法，大
力推广“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企业商
标”的“母子商标”管理模式，推动地
理标志商标标志规范化使用，以此破解
经营主体分散、标准化程度低、品牌多
而不强等问题，发挥双商标叠加效应，
做强做优运城地理标志品牌，推进地理
标志产业兴村富农。

截至目前，累计82家企业被授予“运
城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权，这些
企业与同样获得许可的 13 家“万荣苹
果”、8家“绛县大樱桃”、5家“临猗冬枣”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持有主体的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换标指导工作也已完成。此
外，运城新增“有身份证”的果农户6000
户，累计达 1 万户；新增追溯果园 3 万余
亩，总面积达到 10 万亩；累计出口至 15
个国家和地区。

运城正全面铺开“地标产业兴农”工
程，计划用3年时间，培育40家地理标志
运用效果好、示范带动强的龙头地标企
业，重点指导企业开展品牌创建工作，示
范带动全市地理标志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地理标志为核心的运城区域公用
品牌，正链接起具有区域特色优势的产
业集群，托举运城展开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腾飞之翼。 记者 王耀

运城晚报
讯（记 者 王
耀）为切实加强
养老机构安全
管理工作，提升
养老服务质量，
10 月 27 日，万
荣县市场监管
局联合县民政
局、县消防大队
等开展养老机
构安全生产“双
随机、一公开”
联合抽查检查
工作。

当日，检查组查看了各养老机构的营业执照、登记事
项、企业年报等，核实商户是否依法依规经营，并对工作人
员是否持证上岗、规范操作等进行详细检查。截至目前，共
抽查检查养老机构9家，公示抽查结果信息9条。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深化联合抽查机制，推进养老
机构“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常态化、长效化，加
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让老年人享受更加优质的养老
服务。

万荣开展养老机构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耀）
一直以来，条文众多、解释各异
的消费合同，让不少消费者在签
订消费合同时心存顾虑。尤其
是金额大、售后难的家居行业，
引得不少消费者花样吐槽。如
果有权威机构提供合同示范文
本，指导企业、消费者使用，那是
再好不过。近日，从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山西省家具定制合同

（示范文本）》（以下简称合同）正
式发布，为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
秩序及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添砖
加瓦。

据悉，合同由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制定并发布。
市市场监管局提示，全市各家
具定制经营单位应在经营中推
广使用该合同示范文本与消费
者签约。为更好地维护双方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双方签订合
同时应慎重，力求内容具体、
全面、严密，正确选择示范文
本中所提供的选择项条款。双
方当事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
定本合同原件的份数，并在签
订合同时认真核对，以确保各
份合同内容一致；在任何情况

下，甲乙双方都应当至少持有
一份合同原件。各家具定制经
营单位可以登录山西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网站，在“公示通
告”栏下载电子版。

记者梳理发现，合同主要内
容有：把设计图纸、家具定制清
单作为交付依据；明确原材料和
五金配件等质量要求；对包装运
输方式及费用、验收和检测作出
规定；明确买卖双方责任与义
务；明确家具售后服务具体内容
与期限；对买卖双方的违约责任
和争议解决方式进行详细约定，
减少消费纠纷，切实维护双方合
法权益。

据悉，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
加强家具定制行业合同示范文
本宣传、推广，加大对经营者检
查力度，对利用不公平合同格式
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
为将依法处理。

避开家具定制坑 认准这个合同范本
《山西省家具定制合同（示范文本）》发布

▲临猗县御品一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在直播带货。作为“运
城苹果”品牌运营商，该合作社以“前店后仓+基地”的模式实现了产销的精准对接。

构建富农品牌 助推区域经济
运城用好地理标志培育特优产业


